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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主疏泄理论的研究概况

● 郑绍勇　吴语凤　梅晓云▲

　　摘　要　整理分析现代有关“肝主疏泄”理论的期刊文献，对“肝主疏泄”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与方
法、相关的疾病、相关的方剂三方面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肝失疏泄”的理论研究与临床

报道逐年增加的，涉及到的疾病２６４种，涉及到的方剂６７方，通过统计结果的分析，认识了“肝主疏泄”
相关研究成果及不足，把握“肝主疏泄”理论的研究动态，为往后对“肝主疏泄”理论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指明方向。

　　关键词　肝主疏泄　文献整理　统计分析

１　资料来源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

版总库）中以“肝主疏泄”并含“肝失疏泄”为关键词，全

文检索发表于（１９１５－０５－０１－２００９－０４－２８）期间的
期刊、论文，检索到７５５２条记录，下载到６２７２篇文章，
摘录出每篇文章涉及到的疾病与方药进行统计分析。

２　“肝主疏泄”理论研究的趋势
收集到全文中同时包含“肝主疏泄”与“肝失疏

泄”的期刊 ６２７２篇，其每年发布期刊数量统计结果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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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每年期刊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关于“肝主疏泄”的研究报道是
逐年增加的（由于２００９年时限２００９－４－２８日以前，
所以只下载到１４５篇）且绝对数量也相当大；这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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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论文都各有侧重地从实验研究、临床应用、理论研

究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岳广欣、陈家

旭等从现代信息控制系统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肝主疏

泄的生理学基础，认为本能需求为肝主疏泄的核心，

动机和情绪中枢大脑边缘系统为肝主疏泄的调控中

枢；下丘脑－脑干－自主神经通路和交感 －肾上腺髓
质通路是其信息通路；平滑肌系统是肝主疏泄功能得

以实现的效应器，其通过舒缩运动引起气血津液分布

的变化而使肝能疏泄，又通过感觉传入系统将这种变

化传入边缘系统进行反馈调节；肾上腺皮质激素对肝

主疏泄功能的维持和变化有重要的调节作用［１］。这

种从心理、生理、病理等角度去研究试图发现肝主疏

泄物质基础的方法及得出来的结果其实并没有促进

中医理论的发展，但是医学界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这样的工作也是必要的，通过对下载到的文章分

析，得出“肝主疏泄”期刊特点主要为四点：一、期刊数

量是逐年增长；二、从心理、生理病理等角度研究“肝

主疏泄”；三、用肝主疏泄理论来指导治疗某病；四、直

接引用肝主疏泄理论来解释问题；总之，发展情况不

容乐观，数量与质量没有成正比，还期待着新颖而独

特的研究方法诞生，该解决的问题还有待解决，肝主

疏泄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３　与“肝主疏泄”相关疾病
摘录到的与“肝主疏泄”相关疾病总频数为３６１４

次，涉及病种２６４种，鉴于疾病种类太多，本文只例出
频率排列前３６位的疾病，其累计频率为７１３６％。见
表１。

表１　期刊所涉及疾病的统计（出现频率排列前３６位）

编号 疾病名 频数 频率（％） 编号 疾病名 频数 频率（％）

１ 肝炎 ２５８ ７．１４ １９ 代谢综合征 ４４ １．２２

２ 糖尿病 ２３１ ６．３９ ２０ 更年期综合征 ４４ １．２２

３ 抑郁症 １４４ ３．９８ ２１ 消渴 ４４ １．２２

４ 胃炎 １４３ ３．９６ ２２ 便秘 ４３ １．１９

５ 肠易激综合征 １３１ ３．６２ ２３ 痴呆 ４３ １．１９

６ 脂肪肝 １２２ ３．３８ ２４ 胆石病 ４２ １．１６

７ 消化不良 １０５ ２．９１ ２５ 中风 ４１ １．１３

８ 失眠症 ９１ ２．５２ ２６ 肝癌 ４０ １．１１

９ 冠心病 ８８ ２．４３ ２７ 胆囊炎 ３７ １．０２

１０ 乳腺增生病 ８２ ２．２７ ２８ 骨质疏松症 ３７ １．０２

１１ 高血压 ７９ ２．１９ ２９ 结肠炎 ３６ １．００

１２ 肝硬化 ７２ １．９９ ３０ 疲劳综合征 ３５ ０．９７

１３ 高脂血症 ７２ １．９９ ３１ 多囊卵巢综合征 ３３ ０．９１

１４ 不孕症 ６７ １．８５ ３２ 心绞痛 ３３ ０．９１

１５ 阳痿 ６６ １．８３ ３３ 前列腺炎 ３１ ０．８６

１６ 肝纤维化 ５２ １．４４ ３４ 围绝经期综合征 ３１ ０．８６

１７ 胃脘痛 ５１ １．４１ ３５ 腹水 ３０ ０．８３

１８ 哮喘 ５１ １．４１ ３６ 腹泻 ３０ ０．８３

　　从上表可以看出：仅排列在前３６位的疾病中与
“肝”相关的病名就占了１７％，出现了肝炎、脂肪肝、
肝硬化、肝纤维化、胆石病、肝癌６个病名，几乎涉及
到了肝脏的所有疾病，

很显然从这里看出中医所指的“肝”与现代医学

所指的“肝脏”有很大的关联性，正如中医肝主疏泄

之协助消化以及肝藏血功能与现代医学所指之肝脏

的消化功能、肝脏调节外周循环血量的功能一样，实

践也证实从中医肝的角度来治理西医学确诊的肝脏

疾病也能取得很好的疗效，如：刘敏用调肝方治疗慢

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６２例，结果：治疗组６２例，显
效 ３８例，有 效 １５例，无 效 ９例，总 有 效 率 为
８５４８％；对照组３０例，显效９例，有效８例，无效１３
例，总有效率为 ５６６７％。经统计学处理两组疗效
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２］。中医肝与西医学的肝
脏虽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从上表也可以看

出中医肝主疏泄理论除了指导西医学之肝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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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可以指导糖尿病、抑郁症等总频率占 ８３％的
一大类疾病的治疗，且疗效也很好。如周素英选取

４５例符合２型糖尿病以及中医辨证属肝郁气滞型
的患者，在不调整原有降糖药使用剂量前提下，以疏

肝调气法则为指导，以柴胡疏肝汤加味为主方，并根

据辨证兼证加味进行治疗，每日一剂，分两次服，疗

程为８周，治疗结果：显效３例（占６７％），有效３７
例（占 ８２２％），无效 ５例（１１１％），总有效率为
８８９％［３］。通过对与“肝主疏泄”相关疾病的统计

分析可以看出，肝主疏泄这一理论涉及到疾病 ２６４

种，这就证实了中医所指的肝与西医学之肝脏有相

似的地方但并不能等同，找出其原因也就是对肝主

疏泄理论的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４　与“肝主疏泄”相关的方剂
摘录到的与“肝主疏泄”相关方剂总频数为４４０

次，涉及方剂６７方，鉴于方剂数量较多，本文只例出
频率排列前３２位的方剂，其累计频率为９２０５％。见
表２。

表２　期刊所涉及方剂的统计（出现频率排列前３２位）

编号 方剂名称 频数 频率（％） 编号 方剂名称 频数 频率（％）

１ 逍遥散 １００ ２２．７３ １７ 小陷胸汤 ３ ０．６８

２ 柴胡疏肝散 ７３ １６．５９ １８ 二陈汤 ３ ０．６８

３ 四逆散 ４７ １０．６８ １９ 金铃子散 ３ ０．６８

４ 小柴胡汤 ２７ ６．１４ ２０ 丹参饮 ２ ０．４５

５ 龙胆泻肝汤 ２２ ５．００ ２１ 甘麦大枣汤 ２ ０．４５

６ 痛泻要方 １８ ４．０９ ２２ 六味地黄丸 ２ ０．４５

７ 丹栀逍遥散 １６ ３．６４ ２３ 暖肝煎 ２ ０．４５

８ 当归芍药散 １６ ３．６４ ２４ 四君子汤 ２ ０．４５

９ 一贯煎 １１ ２．５０ ２５ 酸枣仁汤 ２ ０．４５

１０ 乌梅丸 ９ ２．０５ ２６ 桃核承气汤 ２ ０．４５

１１ 柴胡加龙牡汤 ８ １．８２ ２７ 香砂六君子汤 ２ ０．４５

１２ 大柴胡汤 ７ １．５９ ２８ 旋复代赭石汤 ２ ０．４５

１３ 半夏泻心汤 ５ １．１４ ２９ 真武汤 ２ ０．４５

１４ 温胆汤 ５ １．１４ ３０ 桂枝茯苓胶囊 ２ ０．４５

１５ 血府逐瘀汤 ４ ０．９１ ３１ 种子丸 ２ ０．４５

１６ 四磨汤 ３ ０．６８ ３２ 参苓白术散 １ ０．２３

　　从上表可以看到相关的方剂在文章中出现频次
及顺序，结合具体期刊其内容或多或少都具有以下部

分特点：一、以各方剂加减治疗某些疾病；二、各方剂

的动物实验；三、以方剂配合西医的一些治疗；四、结

果都是阳性结果且有效率多数都在９０％以上；五、某
方剂加减了好几味中药后还认为是原方的功效。以

某方加减治疗疾病是中医辨证论治的范畴，但是从科

学的角度来讲往方剂里面加减药物后可能产生的效

应也许跟医生自己的想法是有出入的（有独到经验的

当然除外），需要对有效方剂进行规范，这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方剂的动物实验很大一部分只是在证实已经

存在了的结论或者功效，所以我们期待通过动物实验

发现新的内容……从方剂报道的期刊来看肝主疏泄

相关方剂的研究方法及指导思想也需要进行改革与

创新。

５　结语
通过对“肝主疏泄”理论相关期刊文献的整理统

计，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肝主疏

泄的理论研究需要有新颖的方法；二、与肝相关的病

种很多，我们需要辩证的理解肝主疏泄理论；三、对方

剂的使用需进行规范，其研究方法也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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